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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再撤一店 大卖场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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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百味、局气等上榜 餐企如何守住食安红线 加入3元水混战
今麦郎能否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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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出现空缺

位于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的沃尔玛超市
建国路店内，多数货架已经空置，摆放的商品
也多在打折销售。

店内冰鲜产品的冰柜空荡荡， 许多产品
正在进行促销，雪糕冰柜前贴出“满60元立减
15元”的优惠公告，水饺、汤圆等产品则任意2
件9折， 乳制品则分别有买二赠二、 两件15.8
元、满30元减8元等优惠。

蔬菜区只剩下部分果蔬， 有的货架上仅
有产品纸箱。在服饰区，大量的服饰支架被堆
放到商场角落， 儿童体验区亦用货架围了起
来。 店内身穿沃尔玛超市服装的售货员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沃尔玛即将撤店，约在3月彻
底闭店，售完的商品不会再补货。

“撤店原因与合同到期有关，公司不续租
了”，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沃尔玛的位置未来

还将开出新的超市，但具体的品牌尚不清楚。
北京商报记者从内部人士处了解到， 沃尔玛
与物业方的合同确已到期。

对于上述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沃尔
玛相关负责人， 并询问沃尔玛超市业务下一
步规划，但截至发稿，该负责人未给出回应。

传统卖场优势不再

其实， 这是全球零售巨头近年相继关掉
的又一家大卖场。知微见著，大卖场的黄金时
期正在逐渐消失， 当下的发展速度和开店速
度难以像当年那样突飞猛进。 消费习惯快速
改变、即时配送日渐成熟、品牌网店拉动着消
费者以及从业者更倾向于体量更小的零售业
态，种种原因都冲击着大卖场。基于此，大卖
场通过升级品类、 调整门店等措施寻找更合
适的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 曾经的一路扩张也为当下的

零售物业租金一路高涨埋下了伏笔。 种类和
价格优势不再，大面积带来高额租金成本，传
统大卖场的优势日渐丧失。租约到期、战略调
整、经营不善，这些或许是连锁超市、大卖场
关店的直接导火索， 而传统零售接连闭店的
原因在于传统供应链体系优势不再。

近年来，顾客的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人
们对刚需生活品的需求是必然的， 但购买渠
道发生了变化，这也影响了传统的商超渠道。
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社区店崛起，快消品可
选销售渠道增加。 相比之下， 走进传统大卖
场，内部商品摆放、形式一如20年前的模样。
新兴模式将筛选后的商品以更近的距离提供
给消费者， 大卖场或许正是输在了没有跟进
新的消费需求与更新创新。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
阳指出，由于消费习惯的转变，消费者对于大
卖场业态的需求正逐步萎缩。“如今消费者到
超市以购买新鲜的食材为主， 已经不需要这

么大面积的卖场。”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区域零售企业

的未来：打造中国“人本主义零售”》中也提到，
外部环境的急速蜕变和不确定性增加， 使中国
零售行业面临诸多挑战。对于传统卖场来讲，亟
待转型。与传统卖场深度促销、商品琳琅满目相
对应的是，如今消费者更期望获得稳定的“质优
价实”、追求优质精选，传统卖场亟待转型。

零售资源在重构

传统卖场供给已趋近饱和，因而零售商在
拓店过程中已难以获取销售增量。 总结连锁
商超企业发布的2022年年度财报发现，多数
企业出现利润亏损情况，步步高、中百集团、
永辉超市等企业选择关停部分门店，“适度控
制开店速度”也被连锁商超企业写进财报。

线下零售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提及， 线下商业空间所能提供的

“情绪价值”不可替代，消费者更期望通过逛超
市来获得生活的真实感。对于大卖场原址的升
级，赖阳认为，业态创新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他表示，“整个业态应该重新规划，如打造商业
与文化融合的项目， 为消费者提供休闲文化、
娱乐体验，重新调整业态的架构与运营”。

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认为， 大卖场
业态的衰落与电商带来的冲击有关， 电商的
便利性分流了人们到店购物的需求。 对于大
卖场业态的转型升级， 文志宏表示，“首先要
做到全渠道化，即线上线下互动；同时还要增
加到家服务，也就是即时零售的模式”。此外，
强化卖场的服务功能与体验感、 增强商品差
异性也是大卖场业态转型的方向。

商超市场的细分化愈发明显。 零售行业
都在不断进化来适应消费者。线上与线下、传
统与新兴在这个时代激烈碰撞、相互借鉴，商
超、大卖场也将在调试中迎来新的风口。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胡静蓉

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卖场， 如今

门店频繁退出消费者视野。近日，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 位于新世界

百货大望路店地下一层的沃尔玛超

市内出现货架空置的情况。 据内部

人士透露， 沃尔玛超市的租房合同

已到期， 门店原址也将有新超市品

牌入驻。 从高调拓展市场到近年来

收缩传统业务， 沃尔玛超市的标签

也从“高大上”变成了“稀松平常”。

合同到期、超市撤店的背后，脱不开

大卖场业态式微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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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沃尔玛公司成立

1996年

沃尔玛进入中国，在深圳开
设了第一家沃尔玛大卖场
和山姆会员商店

2012年1月

沃尔玛在国内开

设381家门店

2016-2020年

沃尔玛中国关闭

了约80家门店

2021年

沃尔玛中国关闭27
家大卖场， 关店原因
主要是“租约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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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品类餐企出现食安问题

一则榜单暴露出了餐饮行业所存在的
食安短板。3月1日， 北京消协针对近期市、
区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食品安全问题通报，
整理了2023年北京食品安全大检查中存在
问题的企业名单。根据2月16日-28日发布
的通报统计，赛百味共有3家门店存在食安
问题，局气、太兴餐厅、杨国福麻辣烫、泸溪
河桃酥等多家餐饮企业均有1家门店存在
食安问题。

同时， 北京消协还整理了今年以来出
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名单。根据2023年1
月以来发布的通报统计，赛百味共有3家门
店存在食安问题，位居榜单第一位。杨国福
麻辣烫、张亮麻辣烫、泸溪河桃酥等9家餐
饮品牌紧随其后，均为各有2家餐饮门店存
在食安问题。此外，曼玲粥店、宽板凳老灶
火锅、COSTA咖啡、局气、三米粥铺等品牌
均各有1家门店存在食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员工操作不规
范及管理制度不完善成为了许多餐饮企业
目前存在的问题。 以目前出现食安问题门
店数量最多的赛百味为例，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官网显示，赛百味在2023年1月26日
-2月9日和2023年2月15日-28日期间共有
3家门店被通报， 分别是由于存在员工未按
规定佩戴工作帽、未按规定定期维护餐饮服
务设施设备的行为、未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的问题，均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不仅如此， 涉及食安问题的餐饮品牌

更是呈现品类多、规模不一的情况。由企业
名单不难看出， 出现食安问题的企业涉及
正餐、快餐、烘焙、饮品、火锅等多种品类；
从品牌上来看，既有COSTA咖啡此类布局
市场多年的老品牌， 还有泸溪河桃酥等受
到资本青睐的品牌， 亦有诸如杨国福麻辣
烫一般正在筹备上市的企业， 这也从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多层次的餐饮企业在管理监
管、安全意识等方面依旧存在漏洞。

完善食安管理体系

随着餐饮行业的高速发展， 食品安全
便成了消费者们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多
家餐饮企业都曾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为
此，北京消协及市、区市场监管局等多方也
在努力，希望共同守好食品安全这道红线，
不断提升餐饮企业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
度以及完善管理漏洞， 从而守护好消费者
的饮食安全。

事实上， 食品安全问题早已不是新鲜
事，多家餐饮企业都曾因此引发热议，其中
更是不乏知名连锁企业。就在几天前，茶饮
品牌益禾堂就因有消费者反映在饮品中喝
出标签纸而致歉，并称已对当事员工及门店
做出了停岗培训和停业整顿等处罚。 去年6
月，网红粥店三米粥铺和曼玲粥店就均曾被
曝出存在食安问题，其中就包括食材隔夜加

热使用，店员用煮粥勺直接测试粥品是否熟
透、徒手抓青菜、涮拖把和洗锅共用一水池
等。前年11月，吉野家一门店被曝出使用过
期食材、旧油添新油继续用、不佩戴手套抓
取食材等。时间再向前推，胖哥俩肉蟹煲把
死蟹当作活蟹卖；杨国福麻辣烫把新鲜和隔
夜食材混放、在洗菜池洗鞋；华莱士工作人
员未戴口罩手套制作产品、油烟机清洗剂直
接滴进锅内等，食安问题频频发生。

对此，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指出，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与餐饮企业管理体系不
健全有很大关系。 虽然餐饮企业针对品牌
的食品安全都制定了多项严格的规章制
度，但在执行、监管、考核等方面仍旧存在
漏洞，而且部分企业扩张迅速，管理体系的
完善进度跟不上扩张节奏， 更加容易出现
此类问题， 从而制约了中国餐饮业进一步
升级和发展。

在此背景之下， 如何杜绝出现食品安
全问题至关重要。文志宏进一步指出，食品
安全乃是餐饮行业的基石所在， 更是餐饮
企业需要守住的红线。 对于暴露出问题的
餐饮企业而言，一方面需要不断复盘反省，
思考如何完善整个食品安全体系的管理，
避免后续出现类似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大
众与有关部门等也要加强对企业进行监
督，帮助餐饮企业在理念认知、管理机制、
监管手段等方面进行提升， 不断提高食品
安全管理水平， 尽可能避免食品安全问题
的发生。 北京商报记者 张天元

吃到凉白开增长“甜头”的今麦郎似乎打算进
一步在瓶装水深挖。3月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今麦
郎官方获悉，今麦郎推出高端矿泉水“今矿”。

这款名为“今矿”的矿泉水定价为3元，而
在矿泉水市场中，3-6元的价格区间就被认为
是高端地带，这也是业界认为今麦郎进入高端
水市场的重要依据。根据今麦郎官方人员给出
的信息，570ml规格的“今矿”矿泉水零售定价
为3元/瓶， 该产品将在3月10日正式举行市场
发布会。

在此前今麦郎推出的瓶装水产品中， 饮用
天然水定价1元多一瓶，凉白开2元左右，而今矿
矿泉水则瞄准了3元市场。在业界看来，对于过
往一直集中在1、2元价格产品的今麦郎来说，推
出3元矿泉水是其迈入高端化的重要一步。

根据今麦郎公布的数据，2022年1-10月，
今麦郎的凉白开营收超30亿元。凉白开带来的
增长似乎给了今麦郎在瓶装水领域的自信，此
次加码矿泉水也是有意打造饮品板块新的成
长曲线。随着今矿上市，此后今麦郎的瓶装水
矩阵将包含纯净水、矿泉水、熟水等品类，涵盖
了1元水、2元水、3元水等多价位的产品， 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产品矩阵。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在方便
面业务上，与康师傅、统一的超级单品相比，今
麦郎始终缺乏战略大单品。 而在饮品板块，今
麦郎从凉白开品类获得了消费增长的一个红
利，饮品在下沉市场初步形成优势，需要一款
代表性的产品打入高线市场。

关于新产品今矿矿泉水的铺货情况，今麦
郎官网客服给出的信息是已经上市， 但具体
情况不太清楚。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今矿尚未开始大规模铺货，今麦郎线上旗舰
店、官方饮品商城都搜索不到今矿商品。“今
矿这款产品我们现在还没有货，价位等方面
也不了解，公司方面还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

款产品的相关信息。” 今麦郎北京地区经销商
窦先生表示。

3元价格带正成为各品牌抢夺的市场。元气
森林3元的“有矿”矿泉水、农夫山泉的新产品
“长白雪”、 可口可乐旗下3.3元的Smartwater，
以及依云、 统一爱夸等均在该价格区间有所布
局， 当3元价格带已经成为众多品牌争夺市场，
姗姗来迟的今麦郎能如愿分到一杯羹吗？

3元价格市场混战背后是消费者习惯的改
变。里斯咨询研究显示，随着大众健康消费意
识的提高，价位影响着消费者对瓶装水优劣的
判断：1元水可以喝；2元水稍好； 从3元水开始
归为更安全、健康的高端产品，市场不断扩大；
4元以上的高端水也在进入酝酿期。

根据数据，2024年包装饮用水将达到3371
亿元的规模，年复合增长保持10.8%，尚有着千
亿 级 别 的 增 长 空 间 。 中 研 普 华 研 究 院
《2022-2027年中国饮用水行业市场全景调研
及投资价值评估研究报告》显示，“高端水强调
水源，注重水质、健康及口味，愈发成为消费者
品质生活的选择”。

在此背景下， 中国瓶装水的市场结构开始
转变。曾经“低价解渴”是消费端的核心诉求，这
让1元水获得市场。随着消费升级与健康消费意
识提升，1元和2元价格带正在失去主导力，3元
价格带成为大众心里健康、高端水的达标线。

在朱丹蓬看来，今麦郎长期布局三四线城
市，渠道、基本盘都在下沉市场，而在一二线市
场缺乏表现。要布局高端水，今麦郎还要考虑
如何从下沉市场突围。“想要依靠爆品取得一
二线市场份额，今麦郎在品牌影响和渠道上仍
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时间投入。”朱丹蓬说道。

就后续发展问题，北京商报记者通过今麦
郎邮箱及官方公众号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
稿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函

3月1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北京消协”）公布了近期出现食安问题

的餐厅，不仅涉及多个品类，更是存在大型连锁企业，例如赛百味在短期内就被通

报了3家门店。虽然食安问题是餐饮业老生常谈，但这折射出行业食安管理体系的

漏洞。分析指出，食品安全乃是经营根本，一方面，企业需要不断提升相关意识和完

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多方还需加强监管力度，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